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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西南地区春季林火多发“气候密码” 来源：中国气象报 日期：2020年04月10日09:02
  专家顾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晓丹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遥感应用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郑伟
中国气象报记者 王玫珏

  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经久乡突发森林火灾，火灾来势汹汹，逼近西昌市区。
2019年3月30日，同样是凉山州，其下辖的木里县也发生森林火灾。这个季节，在凉山，一点小火星
就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在云南省，今年3月1日至4月1日，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30起，森林火灾呈现高发态势。
  为什么春季四川、云南等地的森林这么容易着火？专家指出，气象原因和地形条件都是重要因
素。
  气温回暖 降水偏少 可燃物丰富——冬春之交云南四川林火高危
  四川、云南等地冬春之交林火多发，主要与当地地形、气候、森林分布、居民生活习惯等有关。
  从气候上看，地处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南部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干湿季节非常分明。
当西风越过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后，气流下沉，导致增温减湿。同时，受山脉阻挡的影响，北方冷空
气很难与暖湿气流交汇，因而干季降雨极少。在湿季，当暖温的热带海洋气团到达，这些地区多降
水；而在11月到次年4月的干季，这一带的降水量仅占全年的10%至15%左右。
  三四月份，四川南部、云南等地正处于干季，气温回暖，降水偏少，再加上多风天气，在茂密的
植被中，隐藏着火灾风险。干季还有可能出现“干打雷”这种只打雷不下雨的情况，易引燃树木。
  这里不得不说到森林火灾的物质基础——可燃物。四川省是全国林业资源大省，属全国第二大林
区。凉山州的森林分布广泛，林业用地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比例高达66.6%，而且地貌格外复杂多
样，平原、盆地、丘陵、山地、高原都有。在山谷洼地、草塘沟等较封闭的地形中，容易聚集可燃
物，到了干季变得十分易燃。此外，长年累月积累，可燃物下面还存在腐殖层，腐烂之后产生易燃气
体，相当于为森林火灾增加了助燃剂。
  地形条件复杂 火灾小气候难以测报——扑火救援困难重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火来就要灭，但扑火救援工作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草原区域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火情，可以较好地进行监测，扑火工作相对来说更顺利一些。而四
川、云南等地海拔较高、山林陡峭、植被密集，救援设备和人员都难以像在平原一样轻松抵达着火
点，在很多情况下扑火队不得不背着设备徒步上山灭火，扑火救援存在很多困难。
  火灾中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森林中的小气候变化莫测，燃烧过程迅速多变。受地形影响，迎风
坡、背风坡、峡谷都可能引起气流的变化，出现风向突变，以目前的监测技术和设备难以精准捕捉。
  风向突变在火灾中经常出现。火场会形成小气候，随着火越来越大，火场上方的空气受热膨胀上
升，周围冷空气补充，形成对流，就形成风。在复杂地形的作用下，火场很容易产生风向突变。
  以凉山为例，这里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区，是西南横断山系东北缘，地形崎岖、岭谷
相间、坡陡谷深，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的高峰就有20多座，对于救援本就十分不利；加上复杂地形导
致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复杂气候景象，特别是山区的风向变化非常复杂，给林火扑灭带来了极
大的困难。
  大火经常伴随着大风。在2019年凉山木里县的森林火灾中，大风促使林火几十秒内就迅速蔓延至
两面山坡。小气候微妙的变化，可以让火的传播速度比常规的地表火速度快几十倍，数十秒就可以扩
至几公顷的面积。
  专家表示，在扑救时，首先要保护好扑火队员的人身安全，选择有经验的指挥员，找好安全地
点，判断好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并且，不断加强对扑火队员的培训，提升队伍扑火能力。
  西南、华北、东北春季林火均高发——原因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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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气候带的植被含水率程度不同，降水、气温、风、蒸发情况等气象条件也不同，所以不同
的气候带发生森林火灾的情况就不同。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全年都有发生森林火灾的风险。
  对不同地区而言，火灾高发期、发生次数有所不同，比如辽宁、华北等地，春季是森林、草原火
灾多发时段，东北的大兴安岭则在5月至7月多发。这些与当地的气候也不无关系。
  华北、东北等地四季分明，夏季雨水充沛，森林火灾较少；冬季东北气温较低，加上降雪的作
用，林区积雪不易融化，被雪覆盖的森林火灾风险很小，相对安全。但在春、秋两季，东北、华北地
区较为干燥，降水量少，植被干旱，多大风天气，容易出现林火。
  西南地区森林火灾主要发生在干季，华东、华南地区森林火灾多发生在冬季和春季。我国西部地
区总体来看全年发生森林火灾的次数较少，多集中在冬春季。

  

  林火预报预警如何出炉
  中国气象报记者 张明禄

  森林火灾的发生、发展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森林火险气象预报、森林火险预警在森林防火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森林火险气象预报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森林火险红色预警又是如何发布出来的？
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气象部门首先要对气象实况和火情进行监测，包括降水、气温、风、湿度等气象因素的监测及气
象卫星热源点监测，并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确认是否是森林火灾。
  在监测基础上，气象部门制作森林火险气象预报。国际上从20世纪初开始进行森林火灾研究，20
世纪70年代起逐渐形成森林火险等级预报业务。我国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是从1987后开始制作和发布



的。我国的森林火险研究和预报预警业务虽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2019年4月，新版国家标准《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正式出炉。此标准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警业务全面开展，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规范森林防火工作。气象部门通常根据气象条件、实况、预报模型，并结合林
地情况，制作出客观预报；经气象部门与林业（应急管理）部门会商研判，预报员对预报结论进一步
订正，最终制作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和应急管理部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已建立每日会商机制，通
过分析当前气象条件，未来天气趋势预报和火情信息等，进一步提高森林火险预报的准确性，给森林
防火工作打出足够的提前量。
  根据《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国家标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分为五级：一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低；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须加强防范；四级，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高，林区须加强火源管理；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在森林火险气象预报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气象局进行会商，联合发布
森林火险预警。按照森林火险天气条件、林内可燃物易燃程度及林火蔓延成灾的危险程度，森林火险
预警分为四级，以蓝色（中度危险）、黄色（较高危险）、橙色（高度危险）、红色（极度危险）表
示，其中，橙色、红色为高森林火险预警。森林火险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提示，它的发布意味
着未来一天至数天预警区域森林火险等级为五级，林内可燃物极易点燃，极易迅猛蔓延，扑火难度极
大，极度危险。
  
  专家说：
  风是扑火大麻烦之一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毛德忠
  风向突变，是扑火过程中的大麻烦之一。3月30日深夜，来自四川省宁南县的18名专业扑火队员在
1名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从柳树桩向火场进发，但因风向突变导致扑火队的撤退路线被大火切断。在大
风和多变的风向作用下，一个烟点、一颗火星随时可能发展成明火。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毛德忠表示，西昌火场山高坡陡，风干物燥，扑救难度非常大，特别令
人头疼的是，“每天上午我们投入很大的力量，但下午两点左右，风就很大了，而且非常乱，救援风
险非常高。”
  多位专家都表示，风向突变在火灾中经常出现。火场会形成火场小气候，很容易产生风向突变。
火灾发生后，在不同时间和不同位置，风速和风向都会呈现出不同特征，山顶、山谷的风速、风向都
会随火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时间段上来说，风向也有所不同，上午、下午、晚上风向都会发生变化。
12时至16时是扑救森林火灾的高危时段，这期间温度最高、湿度最低，火蔓延速度较快。
  当地气候和部分居民生活习惯易引发火灾
  ——中国林学会森林防火专委会常委刘福堂
  “3月底，西南地区容易发生火灾与当地气候有很大关系。”中国林学会森林防火专业委员会常委
刘福堂表示，凉山气候干湿两季分明，年日照时数居全国前列。3月，凉山干燥少雨，植被易燃；从地
理条件看，西昌地势较高导致风比较大，地形复杂造成风向不定。气候、地形等因素都容易导致火灾
高发。
  刘福堂介绍，由于历史性因素，当地部分居民有野外做饭、吸烟、扫墓等生活用火行为，以及春
耕春种、烧荒积肥等生产用火行为，这些都容易引发森林火灾。极个别居民忽略了防火细节，风一
吹，火苗重新燃起来，未能及时扑灭就会酿成森林火灾。
  易燃树种易形成蔓延非常快的“树冠火”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刘晓东
  植被是森林火灾发生的重要基础。为了增加植被覆盖率，保护生态环境，南方地区实行“飞
播”造林，即通过飞机播种营造森林。云南、四川等地以这种方式种植了很多针叶树。凉山州是全国
重点的飞播林区。在西昌火场附近，还出现了一些桉树。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刘晓东指出，松树、桉树枝叶中均含有大量油脂，一旦燃
烧，会分解产生大量挥发性易燃气体，导致燃烧剧烈，很容易形成“树冠火”。在大风的作用
下，“树冠火”蔓延非常快，并产生“飞火”，形成新的火点，因此难以进行快速、有效扑救，在风
向突变的情况下，对扑火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刘钊 整理自《中国青年报》、央视新闻）

  （来源：《中国气象报》2020年4月10日四版 责任编辑：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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